
8本版编辑：聂慧超
E-mail：1014467756@qq.com

排版：彭庆伟2025年4月4日 星期五 第2994期 综合

弘扬教育家精神 做新时代“大先生”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3月30日，学习贯彻全国教

育大会精神暨“弘扬教育家精神 做新时代大先生”座

谈会在京举行。该活动由中国人民大学主办，中国人

民大学出版社承办，北京明远教育书院协办。中国人

民大学出版社总编辑谢富胜、总经理李开龙主持会议。

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顾明远分享了著作《我所

认识的大先生》一书的初衷：“这些大先生用一生诠释

了教育家的爱与奉献。希望通过他们的故事，激励更

多教师成为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引路人。”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冯仕政在致辞中强调，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大先生”的论述为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指

明了方向。他回顾了中国人民大学在教师培养、红色基

因传承方面的实践，如“大先生传承计划”和吴玉章师德

师风讲堂，提出要以《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

2035年）》为蓝图，将教育家精神转化为育人行动。

北京大学原常务副校长王义遒，中国教育学会副

会长、首都师范大学原党委书记孟繁华，江苏省教科

所原所长成尚荣，全国小学数学专业委员会理事长吴

正宪，中国教育报刊社党委书记、社长范绪锋，《光明

日报》教育部主任田延辉，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党

委书记施克灿，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国际与比较研

究院副院长高益民，中国人民大学附属小学党委书

记、校长张冬梅，中国人民大学吴玉章学者特聘教授、

西北师大原副校长刘复兴等围绕会议主题进行了分

享，并达成了深刻的思想共鸣。

《我所认识的大先生》是“大先生写大先生”的典

范。据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将持续推出系列作

品，为教育强国建设贡献思想力量。 （聂慧超）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3月30日，由商务印书馆主

办的《鲁迅诗传》新书分享会在北京雍和书庭举行。北

京鲁迅博物馆原常务副馆长、中国鲁迅研究会常务副

会长黄乔生，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国鲁迅研究会原会

长孙郁，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教授、中国鲁迅研究会副

会长赵京华会聚一堂，就鲁迅的旧体诗与新诗、传统与

现代、国学与新知、中国文化与日本文化等话题展开对

谈。活动由商务印书馆副总编辑郑勇主持。

《鲁迅诗传》近期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作者黄乔生

以鲁迅诗歌创作和相关活动为切入点与线索，呈现深

广历史语境下鲁迅的生命历程、文学成就和精神气

质，在鲁迅诗歌研究与传记写作中另辟蹊径。此书出

版后，备受鲁迅研究专家学者好评，登上“中国好书”

月榜，并入选多家有影响力的媒体榜单。

黄乔生认为，鲁迅作为一位诗人，虽然一生写诗

不多，但其诗作精妙深刻，是其人生的提纲挈领式说

明和象征性描绘。孙郁表示，《鲁迅诗传》用诗把鲁迅

一生串起来，阐述了鲁迅和他所处时代的关系、和传

统的关系、和域外文化的关系。这是一种创造性的写

法，是鲁迅研究的新视角、新突破。赵京华认为，用鲁

迅的诗歌写作和活动来贯通鲁迅的一生，写出鲁迅的

性情和灵魂，是一种创制，是《鲁迅诗传》最大的亮

点。日本学者高田淳1971年推出的《鲁迅诗话》是日

本目前少有的关注鲁迅旧体诗的研究作品。高田淳

强调，其写作意图是要从所处时代和写诗心境这两方

面来阐述鲁迅诗的世界。郑勇说，黄乔生把鲁迅研

究、鲁迅诗解和鲁迅传记三者合为一体，体现了一种

别开生面的创新研究策略。 （张馨宇）

《鲁迅诗传》增添鲁迅研究新维度

● 新书发布

第二批农业农村部“十四五”规划教材申报开启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为加强农业教育与农民培

训教材建设，更好地服务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建设农业

强国的人才教育培养工作，农业农村部教材办公室近

日决定组织开展第二批农业农村部“十四五”规划教材

申报工作。

通知提出，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

本任务，深入推动党的理论创新成果特别是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教材，紧密结合学科专业人

才培养，注重培育科学家精神和知农爱农情怀，将思政

教育与专业教育有机融合于教材中。支持和鼓励专业

造诣高、教学经验丰富的专家学者参与教材编写。紧贴

涉农领域产业发展方向、行业技术前沿、一线岗位要求，

鼓励学科交叉、产教融合、科教融汇，充分体现行业特色，

反映农业农村人才培养模式和教育教学改革创新成果，

反映农业发展和科技创新的伟大实践。整合优质资源，

加快推进教材数字化转型，推动教材形态向智能化、交互

化、场景化升级，深度融合人工智能、大数据、虚拟仿真

等技术手段，有效拓展教材功能和表现形态。

本次遴选计划选出800种左右教材，包括普通高

等教育（本科、研究生）教材、职业教育（中职、高职专

科、职业本科）教材和农民培训教材（含科普类教材）。

申报教材分为计划新编教材、计划修订教材和成书三

类。各申报单位须于6月13日前（以材料寄出时间为

准）报送纸质材料、发送电子材料。 （聂慧超）

● 出版动态


